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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在 天 津 举 行 的 2024 中 国 500

强企业高峰论坛发布榜单，阳光保险集团

（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凭借强劲综合实力

连续 14 年上榜，上榜位次提升至保险行

业第 7 位。

今年以来，阳光保险持续推进以科技

阳光、价值阳光、知心阳光为核心的“新阳

光战略”，经营业绩稳步增长，公司整体市

场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上半年，阳光保

险实现总保费收入 764.6 亿元，同比增长

12.8%；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31.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6% ；集 团 内 含 价 值 为

1126.4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8.2%。

近年来，阳光保险始终坚持把服务实

体 经 济 作 为 根 本 宗 旨 ，切 实 履 行 社 会 责

任。上半年，阳光保险为实体经济提供风

险保障 50.4 万亿元，提供资金支持逾 4200

亿元，其中，为约 1.8 万 家 小 微 企 业 提 供

风 险 保 障 近 2200 亿 元 ，履 行 助 企 纾 困 金

融责任；在支持乡村全面振兴方面，提供

农 业 风 险 保 障 353 亿 元 ，支 付 理 赔 款 1.5

亿 元 ，惠 及 约 4.4 万 农 户 ；在 服 务 高 水 平

对 外 开 放 方 面 ，为 331 个 共 建“ 一 带 一

路”项目提供风险保障 602 亿元；在助力

培 育 新 质 生 产 力 方 面 ，为 406 家 科 创 类

企 业 提 供 风 险 保 障 约 326 亿 元 ；在 助 力

绿 色 转 型 方 面 ，为 122 万 家 企 业 及 个 人

提 供 绿 色 保 险 保 障 近 8 万 亿 元 ，提 供 赔

款支持约 23 亿元。同时，阳光保险积极

投身社会公益，截至 6 月末，在全国 24 个

省份累计援建 74 所博爱学校，培训乡村

医生逾 2 万人次。 （唐萍萍）

阳光保险集团连续14年入选“中国企业500强”

自企业“安静生产期”制度实施以来，赣州市进一步健全部

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巧做“减法”，无事不扰，赋能

企业安静发展，大力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

应纳尽纳，执法领域全覆盖。赣州市比照国家和省级部门

监管事项清单，对市级监管权限范围内 662项监管事项进行全

面梳理。召开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部署协商会，对确需实

施重点监管或关联度不高、有监管权限但无监管对象等不宜纳

入双随机检查的监管事项进行筛查排除，确定 34 个执法部门

开展部门联合双随机监管，实现除保密事项外所有执法部门全

参与。制定《赣州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随机监管事项动态

调整清单（2024版）》，明确联合监管事项 523项，为 2023年监管

事项总数的三倍，扩大了部门联合双随机监管覆盖面。

应联尽联，检查任务大精简。充分考虑监管事项之间的

关联性和耦合度，拟定部分执法领域多部门联合抽查示例，明

确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生态环境、文化市场、交通运输、应急

管理和农业七大执法领域牵头部门，对年度检查任务、历年专

项行动等需开展的涉企检查活动进行全面梳理，全部纳入部

门联合双随机抽查检查并明确需配合开展检查的部门，原则

上针对同一领域企业，只开展一次部门联合检查。在此基础

上，制定《赣州市市场监管领域 2024 年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

计划》，将 523 项监管事项纳入 79 项检查计划，检查计划总数

比去年减少 20.25%，但三个部门以上的联合检查任务比去年

增加 29.41%。如针对宾馆旅店经营主体，确定由公安部门牵

头检查治安情况，卫健部门协同检查公共场所卫生情况，消防

救援部门协同检查消防安全情况，水利部门协同检查节水情

况，市场监管部门协同检查登记事项情况，做到五部门联合进

一次门、查多项事，检查实效性大大增强。

应免尽免，被检企业少干扰。依托经营主体信用风险分

类管理系统，将信用风险分类结果运用于部门联合双随机监

管，依据分类结果实施差异化监管，在确定同一类型企业抽查

数量时，合理确定、动态调整抽查比例和频次，降低低风险企

业抽取比例，提高中高风险企业抽取比例。对照低风险企业

名录库，建立行政执法正面企业清单，对正面清单企业，原则

上不到现场开展检查，实行免打扰。正面清单实行动态管理

并及时更新，定期向赣州市司法局、市行政审批局抄送并运用

于保障企业安静发展。明确所有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检查任

务原则上均在企业安静生产期外开展，保障企业安静生产的同

时，做到对诚信经营者“无事不扰”。今年以来，全市累计完成

跨部门联合抽查任务 1119个，检查企业 2230家，低风险经营主

体“无事不扰”率达 97.45%，是全省开展跨部门联合检查任务最

多的设区市。 （朱三燕 钟燕燕）

赣州市巧做“减法”
赋能企业安静发展

近年来，宁都县人社局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赣州市就业之家

建设实施意见，全面推进“5+2就业之家”建

设，建成 70 个就业之家，构建覆盖全民、贯

穿全程、辐射全域、便捷高效的就业公共服

务网络，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就

业公共服务需求，有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精心选点布局 助力乡村振兴

宁都县以点带面，发挥示范引领，打

造县级、宁都技师学院和工业园区 3 个标

杆就业之家。结合当地特色产业，在返乡

创业农民工聚集的田头镇、脐橙产业集中

的赖村镇、区域优势明显的黄陂镇、富硒

蔬菜产业发展较好的青塘镇、处在交通枢

纽的石上镇，以及乡村振兴示范点长胜镇

青树村、竹笮乡新街村和松湖村打造了 6

个乡镇示范性就业之家、3 个村级示范性

就 业 之 家 。 同 时 ，充 分 发 挥 就 业 之 家 职

能，推送就业岗位、宣传就业创业政策，引

导返乡农民工留乡就业创业，助力宁都创

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

广泛宣传引导 拓展服务广度

开展“5+2 就业之家”进街道、进园区、

进社区活动，摸排岗位分布情况，精准掌

握企业和各界用工单位的用工需求，实现

“人找工作便捷、岗位找人精准”的就业服

务目标。充分利用县融媒体、抖音、微信

公众号等平台，发放宣传袋、折扇等就业

之家宣传物料 1 万余份，在县城广场、乡镇

圩镇举办就业之家人才夜市等各类招聘

专场活动 56 场，发布岗位信息 650 个，招聘

人数 1.7 万人，推荐就业人数 3500 余人。

统筹人员配备 实现高效运行

根据不同职能的就业之家合理安排人

员开展工作，全县共安排 104名人员从事就

业之家工作，其中县级和工业园区就业之

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优质企

业江西九方人力资源公司、赣州人才集团

运营，各安排 5 名工作人员提供专业化服

务。乡镇就业之家通过内部调配 1 至 2 名

相对固定人员从事相关工作，村（社区）就

业之家工作人员由村（社区）安排 1 名干部

兼任，技师学院就业之家由技师学院选派 3

名工作人员兼任。通过优化人员配置，确

保工作人员稳定，就业之家高效运转。

狠抓业务管理 推动提质增效

抓业务提素质，强化督导调研。开展

全县就业之家规范化建设及日常运营管

理业务培训，提高就业之家工作人员业务

操作水平。宁都县人社局成立工作专班，

由局班子成员带队每半月一次到各乡镇

（街道）调研督导就业之家建设及后续运

营跟踪服务。

摸清人力底数，开展招聘活动。每季

度开展一次劳动力资源调查，全面摸清劳

动力就业需求。通过每月开展 2 场专题招

聘会、组织企业送岗下乡、直播带岗等线上

线下活动，为园区 130家重点企业送工 4751

人次，有效解决了企业用工难问题。截至

目前，全县有各类经营主体 1.9 万余家，有

用工需求的经营主体 900 余家，已在就业

之家注册的企业达 475 家，注册率 52.8%。

掌 握 培 训 需 求 ，开 展 技 能 培 训 。 目

前，宁都县各级就业之家平台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共收集培训报名登记信

息 798 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26 次；积

极开展“万名厨师、万名幼师”培育工程行

动，通过就业之家平台报名参加宁都厨师

和宁都幼师培训 4218 人。

依托就业之家，大力扶持创业。充分

发挥创业担保贷款扶持个体创业、培植产

业、带动就业的作用，通过就业之家平台受

理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052 笔、金额 1.74 亿

元，带动就业 4830人。此外，宁都县通过平

台融合促进就业服务工作，大力扶持创业

孵化基地建设，为初创小微企业和个体创

业者提供创业平台和政策扶持，已成功孵

化 158 家 个 体 工 商 户 及 企 业 ，带 动 就 业

1500 余人。在工业园区打造了集人力资

源开发、创业孵化于一体的赣州市人力资

源产业园宁都分园，13 家入驻企业成功对

接并服务 86 家园区企业，为企业送工 850

人次。 （杨红生 李怀东 温海明）

打造就业沃土 书写满意答卷
宁都多措并举推动就业之家建设工作提质增效

“‘5+2就业之家’建设看赣南”

本报赣州讯 （全媒体记者杨文斌 通讯

员谢瑞年、李山林）“结对共建活动非常有意

义，为我们与江西省钨与稀土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合作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近日，谈起赣州高新区组织开展结对共建

活动，赣州锐科合金材料有限公司技术总

监陈天晓如是说。

组织机关党支部、园区企业党支部与

科研院所党支部开展结对共建活动，是赣

州高新区“三个协同”工作法中的一项重

要机制。近年来，为有效破解赣州高新区

各主导产业上下游企业间“联动难、同步

难、配套难”等难题，赣州高新区创新制度

协同、阵地协同、活动协同“三个协同”工

作法，推动党建引领产业升级、科技赋能、

环境优化、担当作为显成效，以务实的举

措助推园区企业做大做强。

制度协同，建立推动产业发展共融共

生体系。赣州高新区在党建工作中，推动

机关党支部、主导产业上的各企业党支部

组建产业党委，构建“1+1+1+N”党建工作

体系。同时运用制度协同工作法，围绕稀

土新材料及应用、钨精深加工及应用、锂电

新能源材料、先进智能制造四大主导产业，

组建四个主导产业党委，建立党企联席会

议制度，各个产业党委定期召开党企联席

会议，分析、研判、破解主导产业企业发展

难题，有效推动了园区主导产业转型升级。

活动协同，推动企业服务同频共振。

赣州高新区持续开展“企业之声”“高新区

人 才 行 ”等 活 动 ，坚 持 因 企 制 宜 、分 类 施

策，推动产业链上企业党支部、机关党支

部、高校科研院所党支部结对共建，积极

推动合作项目和平台机构引才育才，帮助

企业解决生产科研中的技术难题，推动企

业高质量发展。运用活动协同工作法，将

“企业之声”作为结对共建活动的重要环

节，把党建活动与为企业服务有机结合，

用心用情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实现党建活

动与服务企业质效双提升。今年以来，共

开展结对共建活动 5 次，帮助企业解决问

题 20余个。

阵 地 协 同 ，建 强 基 层 党 组 织 战 斗 堡

垒。赣州高新区积极推动各主导产业上

的企业党支部进行基层党建“三化”建设，

不断提升员工思想素质，培育先进企业文

化，推进企业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持

续抓好基层党支部活动场所、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和思想教育等三大阵地建设。运

用阵地协同、活动协同工作法，开展“政企

圆桌会”“企业联谊下午茶”等活动，搭建

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沟通的

连心桥，为园区企业提供行政审批、项目

建设、产业平台等全方位要素保障服务，

持续优化园区营商环境。今年 1至 8月，该

高新区财园信贷通、小微信贷通、创业信贷

通“三个信贷通”共发放贷款近 4.53 亿元，

惠及104家中小微企业。

“我们将进一步细化‘三个协同’工作

法 具 体 举 措 ，充 分 发 挥 党 建 示 范 引 领 作

用，形成组织共建、党员共育、人才共培、

活动共办、资源共享的良好氛围，以高质

量党建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赣州高新

区管委会副主任邓永芳表示。

实施“三个协同”推动“四个引领”

赣州高新区党建引领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分宜突出问题导向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本报分宜讯 （全媒体记者胡光华）连绵的杉树林里，生长

着草珊瑚、岗梅等中药材，望着这些长势喜人的“宝贝”，分宜

县钤山镇铜岭村林业经营大户朱建平喜上眉梢。而前不久，

他还为资金的事儿发愁。

2021 年，朱建平从林农手上流转林地经营权发展林下经

济。6000多亩中药材种下去，家里积蓄也全投进去了，还用房

子抵押向银行贷款 100 多万元。“草珊瑚种植 5 年后才有收益，

此前要不断投入资金。还好，林改给我带来了好消息。”

作为全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试点县，今年，分宜

县突出问题导向，健全集体林地“三权分置”运行机制，落实所

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着力化解林业经营中的痛点

难点，通过林改“组合拳”，推进森林可持续经营。

针对林农融资难题，分宜出台林业经营收益权登记管理

办法。朱建平闻讯，第一时间向县林业部门提出申请，不久就

拿到了林业经营收益权证，凭此证获得银行授信 150 万元。

“托改革的福，现在可以放手干了。”朱建平说，有了资金支持，

他准备优化品种、扩大面积，尝试中药材加工。

分宜县林业局局长黄胜介绍，目前，全县已有 5 家林业经

营主体获颁林业经营收益权证，银行授信额度达 3300 万元。

“今后，凡是依法开展林业经营的，都可按规定申请办理收益

权登记，从而解决融资等难题，激活沉睡的生态资源。”

分宜有林地面积 124.5 万亩，其中集体林地面积 105.57 万

亩。2005 年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全县参与林改

的 农 户 5.66 万 户 ，颁 发 林 权 证 6.44 万 本 ，登 记 发 证 宗 地 数

17.57 万宗。面对存在的低产低效、碎片化、偏远等林地管理

和经营难题，该县组建钤阳农林发展有限公司，采取赎买、

租 赁 、合 作 、托 管 等 方 式 ，对 这 些 林 地 进 行 收 储 并 统 一 经

营。同时，设立林权担保保证金，建立林权代偿收储担保机

制，吸引社会资本“进山入林”。

“融资有了保障，分散的林地也可以在收储后连片流转经

营，有利于中药材种植规模化发展。”金贝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郭绍勇告诉记者，目前，他流转 2000 亩林地建立

了 6 个中药材种植基地，并直接带动 260 余户林农种植林下中

药材 1 万余亩。此次，郭绍勇凭借林业经营收益权证，获银行

800万元授信，下一步将逐步扩大林地经营流转面积。

随着一系列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措施的落实，林地经

营的活力进一步释放，全县林地流转面积达 5.84 万亩，林农、

林业经营主体、生态资源多方受益。依托亚林中心科研力量，

全县建立了油茶、中药材、木姜叶柯、苎麻四个“博士工作室”，

油茶和林下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12.63 万亩。目前，全县森林覆

盖率达 65.04%。

本报吉安讯 （全媒体记者李歆 通讯

员李程仁）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走

进 吉 安 县 桐 坪 镇 云 天 麓 谷 景 区 ，公 路 旁

200 余亩荷田宛如画卷，采莲人正忙碌穿

梭，挑选、采摘成熟的莲蓬。

近年来，吉安县在稳定水果产业规模

的基础上，聚焦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政策

引导、品牌建设、机制创新、社会化服务和

标准化建设等举措，持续推动水果产业高

质量发展。

在横江镇老屋下村，阳光洒在葡萄基

地中，一串串饱满多汁的葡萄挂满枝头。

基地负责人赵仕和与果农们忙碌在葡萄

藤间，采摘、装箱、发货，一切井然有序。

“我们基地种植的葡萄品种丰富，无

论 是 清 甜 的 巨 峰 ，还 是 香 气 浓 郁 的 醉 金

香，都深受市场欢迎。”赵仕和告诉记者，

自 2023 年一期投产以来，这片总面积 220
余亩的葡萄基地，亩产达 2000 斤，年收入

预计可达 200万元。

葡萄基地丰收得益于当地引进了江

苏海棠村葡萄技术服务团队的全新种植

技术。近年来，横江镇党委积极推动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建立了葡萄科技小院和科

技特派员工作站，全力打造“井冈山”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标准化基地，葡萄产业的

发展质量显著提升。

在桐坪镇仓边村，翠绿的脆枣已挂满枝

头。自2019年以来，桐坪镇推行党建引领产

业发展模式，推动了600亩脆枣基地的建设，

还通过“基地+文旅+体验”形式，将脆枣产业

与乡村旅游相结合，形成产品深加工和旅游

采摘的多元化发展模式，为当地村民带来了

可观的收入，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快车道。

走进敖城镇乾上村的黄金奈李果园，

农民们正忙着采摘成熟的李子。这个近

200 亩的黄金奈李种植基地是当地引进的

特色水果产业之一。“黄金奈李不仅口感

好 ，市 场 反 响 也 很 不 错 。”果 农 们 高 兴 地

说。当地通过充分发挥土地富硒资源优

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农业种植能

手，推广优质新品种，切实增强产业的联

农带农效益，有效推动群众就业。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吉安县水果产业

已形成10万余亩规模，总产值达到5.5亿元。

特色果品亮眼 优质果业吸金

吉安县特色水果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0 月 4 日 ，萍 乡

市湘东区麻山镇连山

村一带，青山如黛，河

流绕村，平整的乡村

公路在制种水稻、花

卉苗木、果蔬产业基

地间穿行而过，呈现

出一幅路通产业兴的

美丽画卷。

特约通讯员

李桂东摄

我省加强对省级财政投资评审
第三方机构管理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殷琪惠）近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

悉，我省修订《江西省省级财政投资评审第三方机构管理办

法》，进一步提高财政投资评审工作质量和效率，加强和规范

对第三方机构的管理。

由于原暂行办法存在对第三方机构的考核方式不尽合

理、执业监管的方法和手段有待完善等问题，我省对其进行了

修订。本次修订主要完善了机构入驻条件，增加第三方机构

提交企业信用状况及投标资格证明材料的要求；优化了机构

考核方式和内容，关口前移，将执业质量事后考核改为事中考

核，年度考核调整为日常考核，建立健全第三方机构参与省级

财政投资评审动态考核机制，有利于考核结果的及时运用；强

化监督管理举措，细化评审时效要求和落实保密管理制度

等。管理办法修订后，将进一步规范第三方机构参与省级财

政投资评审的管理流程和秩序，有效提升执业质量。


